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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长久以来，诗歌、散文、戏曲、小说，像四道江河，并排浩浩荡荡地奔流在中国大地。
其中，诗歌是我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产生最早的样式之一，又是文学中得到最充分发展的体裁。
起初，((诗经》((楚辞》并称，一富写实精神，一带浪漫气息，构成了诗歌历史长河的两大源头；历
经汉魏风骨、齐梁声律，至唐，在集大成的基础上，超迈前贤，成诗歌之盛世，蔚为壮观；其后的宋
诗，虽不似唐诗的典雅丰腴、意气浩然，然亦瘦劲冷峭、精细澄澈；与此同时，唐宋词以她姹紫嫣红
、千姿百态的丰神，与唐宋诗争奇斗妍；元明清三代，以戏曲和小说为主，诗词成就虽不及唐宋，但
就具体诗人而言，也还有一些好的作品可供后人欣赏。
两千多年来，古典诗词所体现的进步的思想性和卓越的艺术性，无疑是民族文化的精髓和人文精神的
灵魂。
当今社会，功利性充斥了每个角落，文学也不例外，在世俗之浅薄和现代之浮躁的夹击下，诗歌似乎
已远离了这个时代。
然而正如陈年老酒愈陈愈香，古典诗歌虽经时代风雨的侵蚀，却愈加香气四溢、灿烂照人，其思想价
值和艺术价值，在当今世风的参照下，越发不可估量。
本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对人文精神的弘扬，从广大读者欣赏古典诗词的需要和提高学生人文素
质的需要出发，我们编写了这本《古代诗词名句赏析》。
古代诗词如同浩瀚的海洋，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从中获得最大的收益？
“沉浸西农郁，含英咀华”是一种好的方法。
本书所选名词或摹山范水、或咏物吊古、或抒情言志、或揭示哲理，正是古代诗词中的“英”、“华
”。
诗本以言情，情不能直达，寄于景物，情景交融，故有境界，而这种境界的把握要靠体验、靠领悟。
因此，我们反对只对诗句进行白话翻译，而着重对其思想意旨和艺术特征进行恰当的赏析，或揭示其
抒发的思想情感，或分析其独特的表现手法。
在赏析中，尽可能地吸收与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个人见解。
力争做到选目恰切得当、赏析准确清楚。
在体例编排上，以时代为线索，力求使读者除了对所选名句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所把握外，还可以从
中了解到我国古代诗词发展的轨迹。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相信每一个徜徉于诗词海洋的人都会有自己的种种感受，或与他人相同，或为个人独有。
本书所选佳句相对于整个古典诗词，只能是挂一漏万；我们所做的赏析，相对于专家学者的研究，也
只是烛火微光。
但只要能给大家一些启发和帮助，也就感到十分欣慰了。
因此，我们热切地期待读者用自己对于真善美的高度鉴赏力来认识她、欣赏她，从中获得知识、陶冶
情操、提高修养。
由于本书参考和引用的资料较多，不便一一列举，在此，我们谨向诸位前辈和同仁表示深切诚挚的谢
意！
编者200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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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代诗词名句赏析》是对诗词的赏析，诗歌是我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产生最早的样式之一，又是
文学中得到最充分发展的体裁。
《诗经》《楚辞》构成了诗歌历史长河的两大源头；历经汉魏风骨、齐梁声律，至唐，在集大成的基
础上，成诗歌之盛世，蔚为壮观；其后的宋诗，虽不似唐诗的典雅丰腴、意气浩然，然亦瘦劲冷峭、
精细澄澈；与此同时，唐宋词以她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丰神，与唐宋诗争奇斗妍；元明清三代，诗
词成就虽不及唐宋，但就具体诗人而言，也还有一些好的作品可供后人欣赏。
 古典诗词如同浩瀚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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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原文】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出处】选自宋·辛弃疾《鹧鸪天·代人赋》。
【赏析】这是词人在带湖闲居时写的一首农村词。
在“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句中，作者将城中桃李与农村野荠菜作对比：城里的桃花、
李花生怕风吹雨打、飘零殆尽，因而老是发愁；而农村的野荠菜，却生机旺盛、欣欣向荣地迎着春风
，把白色花朵开遍溪头，明媚的春光只有在这里充分地显露出来。
表面上看这两句是在写景，卖际上却有着象征意义，含蓄地点出了这首词的主题。
赞美乡村比城市有生气，在朝廷上做官，享受荣华富贵，就像桃花、李花那样娇弱，经不起风雨打击
，经常担惊受怕；倒不如在农村里闲居，自由自在，才是有生命力的。
如果把这首词与词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身世做一关照，便知这首词虽作于罢官之后，但并没有从中流
露出丝毫的忧愁，从而反映了词人的乐观与豁达。
【孽文】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
【出处】选自宋·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赏析】词人登上赏心亭，思绪万千，深感英雄迟暮、壮志难酬。
那一颗以收复失地为平生事业的心，深刻体现了作者对国家命运和中原失地的关怀，在沉重的悲愤中
发出了“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韫英雄泪”之感。
这是一个胸怀大志而沉沦下僚的英雄人物，面对国事艰危，不免热泪盈眶，深感英雄报国无门的慨叹
。
这慨叹是和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它给读者的印象更多的是激动而不是伤感，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至今读来仍动人心魄。
【原文】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
【出处】选自宋·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赏析】这首词描写了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不思收复失地的情况，抒发了诗人壮志难酬的郁闷心情
。
作者登上赏心亭(今南京)远望，一目千里。
天高云淡的秋天是多么空旷开阔啊，滚滚的长江向天边流去，更是一望无际。
上句从四周景况落笔，极写江天的辽阔；下句视线慢慢集中到江水上去，极写秋色之无边。
这两句是写景，把深广、开阔、爽朗的清秋写得很到位，为下文抒发感慨奠定了基础。
【原文】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出处】选自宋·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赏析】词人的想象很丰富，设想了一个丰收的热闹气氛和欢乐的心情。
看，那清凉的南风送来了一阵阵的“稻花香”和一片片热闹的蛙声，像是在诉说丰收年景一样。
这是一个多么充满诗意的设想啊i作者将蛙拟人化了，写蛙懂得“说丰年”，既生动地渲染了连蛙也为
之欢唱的丰年景象，使之更为突出鲜明，同时也衬托出入逢丰年的喜悦。
【原文】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出处】选自宋·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赏析】这是一首凭吊怀古词，它高度评价了宋武帝的雄才伟略，同时亦批评了宋文帝的轻敌冒进以
致最后失败的史事，两相对比更能让人吸取历史经验与教训。
在此，词人是借古事来讽今朝，这两句便是对刘裕统率雄师北伐，势如下山猛虎终成一代霸主的赞扬
。
【原文】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出处】选自宋·辛弃疾《清平乐》。
【赏析】此词作于闲居江西上饶带湖之时，此时诗人已罢官闲职在家。
离开了险恶的仕途，他暂时从淳朴的、和谐的田园生活里觅得了安慰。
词的上片，先画农家全景，“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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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写白发老农，先闻其声，再出其人。
吴侬野语，醉里欢容，柔和乡音，饱含着亲切朴素的家人夫妇之情，也暗示着单纯恬淡的自给自足之
乐。
那普通农户家的白发翁媪，惺惺相惜之情，尽在那相媚好的吴音中了。
【原文】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出处】选自宋·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壮词以寄之》。
【赏析】这首词是作者闲居江西带湖所写。
作者在南渡的近三十年中，梦寐以求的就是能够指挥百万雄师，收复失地，建功立业，而直到两鬓斑
白也没实现。
这是他给主战派陈亮的一首词，正表达了这种复杂的思想感情。
词人在喝醉酒的时候，还拨亮灯火，深情地端详自己心爱的宝剑，在迷离恍惚的醉态中，英雄黯然入
梦，在梦中，各军营里连续响起了雄壮的军号声。
无论是词人醉酒后的神态与动作还是睡梦里的情景，都和战争相关，更不要说在他清醒时的白日里了
，肯定整日想的也是去收复失地，建功立业。
【原文】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
【出处】选自宋·姜夔《暗香》。
【赏析】这是一首艳情词，读来之所以冷硬是因为诗人用了有关历史的典故。
其从不同的角度来描写梅花的特色，从而寄托自己对情人的怀念。
“长记曾携手处”即指宋代杭州西湖孤山上的一片梅林，梅花盛开时，笼罩着寒凉碧绿的湖水。
碧波荡漾，好像花山摇动要倾压下来。
在原词里，姜夔写出了梅花的“清冷”的气质。
【原文】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
【出处】选自宋·姜夔《点绛唇·丁未冬过吴松作》。
【赏析】这是一首借物抒怀词，写于词人经过吴淞之时。
这两句是写雨意酣浓垂垂欲下之江南烟雨风景。
在黄昏时分，几座清寂的山峰相对而立，酿造着一天的雨意。
“数峰”酿造一天的雨意，为读者展现开了一个无限凄苦的境界，流露出了词人对南宋小朝廷前途黯
淡的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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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古代诗词名句赏析》意在使读者比较快捷地领略古代诗词的神韵，陶冶性情，提升对古代诗词艺术
鉴赏的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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